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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思维助力物理教师职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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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长型思维模式是一种以“智力可塑”为核心理念的系统思维模式。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是自我实现的一

个重要元素。这种成长型思维模式与良好的心理特质相关。成长型思维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并通过直面自己—提升知识—

吸收内化—实践创新等一系列方法，提升自己，增加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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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th thinking mode is a Systems thinking mode with the cor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plasticity". Cultivating 
a growth oriented mindse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self actualization. This growth oriented thinking mode is related to good 
psychological traits.Growth oriented thinking promot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rough a series of methods such as 
facing oneself directly, enhancing knowledge, absorbing internalization, and practicing innovation, it enhances oneself and increases 
profession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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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长型思维内涵

成长型思维模式是一种以“智力可塑”为核心理念的系

统思维模式，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

韦克博士在她于2006年出版的专著《思维方式：新的成功

心理学》提出的一个信念体系。成长型思维是与生俱来的

一种思维模式。就像人类的求知欲一样。人类刚出生时对

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喜欢不断的探索未知勇于挑

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失去这种思维模式。

固定型思维模式与成长型思维正相反，它相信个体在出

生时其才智和能力就有固定值，倾向于回避挑战和失败，

从而剥夺自己过上富于体验与学习的生活，属于消极防御

型的思维模式。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害

怕失败害怕挑战。所以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不想提升自

己，固步自封，终其一生难有大的成就。

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元素。这种

成长型思维模式与良好的心理特质相关。

2　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教师专业化发展具体内容包括教师专业角色、教师专

业精神、教师专业智慧、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职业心理等

内容。

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多样性、自主性、持续性特征：多样

性，是指教师除承载着为社会源源不断的输出人才之外，

还担负着专业领域内的科研工作，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决定

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多样性；

自主性，教师不断接受新鲜事物，追求前沿知识，拓

展知识领域，开阔视野，以适应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的

需要，促使教师自主学习，主动参与各种途径的学习、培

训，不断促进自身教师专业发展；持续性，教师专业发展

不仅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同时贯穿于

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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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长型思维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策略

20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座谈会上强调：“教育兴则国

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要想教育出创新型的人才，首

先要培养出创新型的教师。成长型思维可以让教师更快速

的成长为不怕困难，勇于挑战自己的创新型人才。

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在研究中提出思维

对环境有两种基本的适应方式：一种是同化，使用个体已

有的认知去理解新的事物，对新发生的事物的理解加以修

改，以符合原有的认知状态；第二种是顺应，即不改变新

的事物，而改变自身的认知模式，适应新事物。第二种方

式可以获得新生事物，包括局部的、新的、不确定的知识

能够不断涌入，通过认知方式的再加工，实现认知模式、

实践能力等的升华。成长型思维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

自己，增加职业幸福感。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培养更像是在

修心的过程。

主要为以下过程：直面自己—提升知识—吸收内化—实

践创新

3.1直面自己--接受自己的不足

老师并不完美，大学毕业后并不是说知识比学生强就够

了。我们一定要保持谦虚的态度，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通

过学习不断的完善自己。从各个方面打磨自己，做到每天

都进步一点点。正视自己需要极大的勇气。只有破而后立

才能进步。

3.2提升知识--拓宽眼界

随着教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和眼界都是远

远不够的。从大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的知

识都是在输出没有新知识的输入。这样使我的生活感到了枯

燥无味。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成为我的渴望。随着社会的进

步，课堂也应该灵活多变，应对不同的学生用各种各样的方

法使学生得到不同的体验。生动有趣的语言能唤醒沉睡的

心。平时应该注意观察生活中的那些演讲高手。学习他们讲

授的方法和技巧。并不断的实践，以便能够应用到课程中。

有意识的读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通过他们，掌握学

生的心理动态，从而更好的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3.3吸收内化，向优秀靠拢

学习了很多的理论知识。接下来我们就要将知识运用到

实际，比如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的一些方法和学生谈心。

因为只有知道了学生是如何想的。我们才能做好自己的工

作。课堂教学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儿。不能老是一味的

讲，而不理会学生的感受。也不能让学生漫无目的的说。

所以我经常和不同层次的学生聊天儿。掌握他们的心理变

化。而且不同时代的学生有不同时代的环境。也就造就了

不同的心理，所以课堂教学应该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新

背景而有所改变[1]。

3.4实践创新—成就自己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所以在学校的一言一行，都应该

高标准的要求自己。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儿。我讲过很多的

课，有些是公开课，有些是示范课。但这些课只是我上课

的一小部分。我把每节常规课都当成公开课来准备。因为

我坚信每节课都应该是为了学生而准备的而不是为了给其

他老师看而准备的。所以我力争上好每一节课。从准备实

验器材到设计学生的任务。最后达到的学习效果……我都

不遗余力的精心准备。争取课上不留遗憾。有时虽然不太

满意，但这也正是课堂教学的艺术魅力所在。通过反复的

修改不断的完善自己的课程，达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4　例析：一位初中物理教师如何运用成长型推进专业

发展的

笔者是初中物理学科教师，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当老师

后讲的第一节课。我精心的备课，满怀信心地走上讲台。

用自己认为比较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学生上课。整堂课我都

激情澎湃，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当我满心欢喜的进行

效果反馈时，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我当时整个心态都不好

了，为什么学生没有听懂？为什么学生的成绩这么差？我

到底哪里做错了？这是我心中的疑问，也是大多数新手老

师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大学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知识

体系已经完备。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优秀的课程，我们自

认为可以很好的驾驭课堂，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差

距的。我们往往能够欣赏较高水平的课堂。但是这并不代

表我们能上出好课。所以我们应该要正视自己的不完美，

才有提升的空间。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我就开始尝试给自己录像，

想通过观看录像提升自己。刚开始，往往看了不到五分钟

就看不下去了。当自己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时，显得那么

不堪入目，问题太多，漏洞百出，所以没有勇气看下去。

后来通过一些活动不得不观看自己的录像，慢慢的接受了

自己。这应该是教师成长的必经之路。后来，我把我上过

的每一堂课都反复观看，甚至逐字逐句的写出来，反复修

改，塑造更好的自己[2]。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自己知识或能力的不足，所以

我经常参加了各种培训。每次培训都非常认真。因为我认

为时间既然投入了，就不要让他虚度。每次培训我都有不

同的体验。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同的方法。这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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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了新的知识的输入，我的内心是愉悦的。而且我分别

从学员的角度和讲师的角度去听课，往往可以收获不同的

听课体验。从学员的角度我能够知道每次培训我们的学习

目的是什么？我们学它有什么用？我们应该将这些知识方

法应用到什么样的情境之中？从讲师的角度我能够思考如

何讲授可以提高学员或学生的注意力。

曾经我开展过各种不同的社团活动。让学生体验不同的

精彩，从中收获成功的喜悦。学生其实是非常愿意参与其

中的。因为学生认为每次完成一件任务都是值得高兴的事

儿。在活动中不仅仅是学生能力提高了。教师的组织能力

也有所提高。而且当学生全心全意参与其中的时候，他们

的注意力精神力都非常的集中。特别适合课堂教学中的小

组合作学习。身为物理老师，物理学科的特色就是以实验

为基础。我们平时在课堂教学中就要加强实验操作技能的

研究，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一些任务，如观看实验现

象、收集实验数据、总结实验结果、进行试验评估等。所

以我的课堂经常是在做中学，在情景中学，在项目中学，

这都是我今后课堂教学的基础[3]。

为了掌握学生心理，要经常和学生聊天。这需要有计划

有步骤的进行开展，从他感兴趣的话题入手。通过这种方

式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因为我深信“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然后由内而发的关心学生，让他感受到温暖，最后

共同解决学习或生活的问题。而且和他们聊天儿。还可以

找出我上课时存在的不足或学生的困惑。这是通过备课无

法得到的。

5  效果与反思

当我们有了成长型思维模式之后，我就想不断的完善自

己，不满足于现状，想挑战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身为一

名物理学科的教师，不应该是仅熟练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与

技能就够了，还应该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方法，来适应不

同层次不同背景的学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在本学科有一席之地。

“无德育不教学”，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优质教学的保

障。所以我们经常要关心学生。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的

教育能力。“Happy”模式和积极语言“语商模型”的应用

在教学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成长型思维是度过职业倦怠的利器，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要学会忍受孤独，学会克制自己。不无所事事，不得

过且过。要抱着空杯的心理。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可能

也会呈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我们教学几年之后，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一切都懂，看不上其他

人。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界狭窄，自己的认知水平达到了上

限，不能够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当

自我反思，寻求突破。或者找到更优质的资源，再次找到

前进的方向。千万不能故步自封，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就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我们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历几次这样

的心态。每一次自我的突破，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教科研课题的研究，是提高教学创新能力的捷径。在

我们教学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短期内无法解决。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些问题归纳一下。把

它做成课题，进行一下长远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一届的学

生身上可能无法解决。我们可以跨两年或三年进行追踪调

查，为我们后续的教学做准备。比如在学困生的培养上。

我们往往有些固有型思维的老师喜欢利用强硬的手段逼迫

学生学习，往往效果还不错。也有些教师采用积极心理学

的理论，也可以让学生学好。那么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才

好，他们的利弊又是什么？谁能更好的解决学困生的问题

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课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

不仅解决了学生的问题，也找到了更好的教学方法，提高

了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4]。

反思我工作的13年，我共带过了六届毕业班，400多

名学生。每届的中考成绩都很优秀。考入重点高中的学生

比比皆是。我相信这是因为我这些年认真备课，学习新理

念，不断改进课堂教学的结果。正如校长说的那句：“当

保证不了结果的时候，我们就要保证过程”。其实过程就

是对结果最好的保障。我们平时只有认真做好每一件小

事。才能在大事来临时不会手足无措，做到游刃有余。

总之，成长型思维对于教师来说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在教

师的职业生涯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平稳的

度过，才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成长型思维目的不在于解决

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而是帮助教师更加积极面对

变化与挑战，更善于利用科学的手段使职业生涯充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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